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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六大经济集群发展建设国家新首都
明年将启动多项重大项目  欢迎私企参与投资

（ 本 报 讯 ） 作 为
新国家首都 (IKN) 发
展的一部分，政府编
制了六个经济集群。 
总统将国家新首都搬
到到东加里曼丹将产
生巨大的经济影响。 
其中之一是将提升区
域增长的经济集群的
出现。

“ 我 们 已 经 为
东 加 里 曼 丹 的 六 个 经
济 集 群 和 两 个 杠 杆 集
群 制 定 了 计 划 ， ”
国 家 发 展 规 划 部
(Bappenas）经济副部
长 阿 玛 丽 亚 （ A m a l i a 
Adininggar Widyasanti） 
说。

在 她 的 介 绍 中 ，
六 个 集 群 包 括 清 洁 技

术 产 业 、 综 合 制 药 、
可 持 续 农 业 产 业 、 生
态 旅 游 、 化 工 和 化 工
产品以及低碳能源。

政 府 乐 观 地 认
为 ， 新 首 都 的 经 济 影
响 不 仅 会 影 响 到 东 加
里 曼 丹 ， 也 会 影 响 到
加 里 曼 丹 岛 上 的 其 他
省 份 。 阿 玛 丽 亚 表
示，新首都 的开发将
在 其 他 省 份 创 造 价 值
链。

作 为 参 考 ， 政 府
制 定 了 2 0 2 2 年 的 政 府
工作计划(RKP)。 2022
年 ， 加 里 曼 丹 岛 上 有
许 多 重 大 项 目 ， 例 如
食 品 庄 园 、 新 港 口 码
头 和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建
设 。 “ 在 2 0 2 2 年 的 开

支 计 划 中 ， 加 里 曼
丹 地 区 有 一 个 重 大 项
目 ， 该 项 目 旨 在 减 少
各 省 之 间 以 及 省 内 县
市 之 间 的 差 距 ， 以 积
极 推 动 经 济 活 动 ， ” 
阿 玛 丽 亚 说 。 尽 管 大
多 数 重 大 项 目 都 是 使
用 国 家 收 入 和 支 出 预
算 (APBN) 进行的，但
阿 玛 丽 亚 不 排 除 对 投
资 开 放 的 项 目 。 这 些
重 大 项 目 的 存 在 也 有
望 为 社 区 创 造 就 业 机
会。

政 府 本 身 的 目
标 是 在 明 年 初 到 2 0 2 4 
中 ， 开 始 运 作 迁 移 新
首 都 的 工 作 。 除 了 准
备 发 展 计 划 以 及 开 放
投 资 和 融 资 机 会 外 ，

这 项 目 还 正 在 通 过 新
省都 法案 (RUU) 起草
其法律保护伞。

成立特别委员会
国 会 为 新 首 都 法

案 成 立 了 一 个 特 别 委
员会 (Pansus)。专委会
拟由56人组成，专委会
正副主任6人。

“ 考 虑 到 所 讨 论
的 复 杂 性 ， 因 为 新 首

都 法 案 是 跨 部 门 和 跨
委 会 的 ， ” 印 尼 国 会
副议长 Sufmi Dasco 
A h m a d 周 二 （ 7 / 1 2 ）
说。

新 首 都 法 案 的
重 点 之 一 是 建 立 一 个
新 首 都 管 理 和 权 力 机
构 ， 预 计 明 年 初 国 会
通 过 后 将 立 即 开 展 工
作。（莉丽）

大华人参政蒸蒸日上，
影响力显著上升。欧洲
华人参政开始崛起，尤
其是在英、法、德、意
等已蔚然成风。其他亚
非拉国家的华人参政也
比以往有很大进步。

中新社记者：数据
显示，与其他少数族裔
相比，华人参政水平明
显低于其人口规模和经
济实力，痛点何在？

万晓宏：通常，在
华人聚居的选区，华人
身份对其参选无疑是一
种助力。而在华人人口
稀少的选区，其身份对
成功当选制约较大，因
为需要克服更多语言、
文 化 、 种 族 歧 视 等 障
碍。近年来，美国和加
拿大华人参政取得重大

进展，但他们在各级议
会中的民意代表数量与
他们的人口规模和经济
实力极不相称。例如，
美国国会众议院现有华
人代表3人，但按华人人
口比例至少应有7人；加
拿大国会众议院现有华
人代表9人，按华人人口
比例至少应有18人。这
与美加的印度裔参政情
况相比差距较大。

在 欧 美 等 发 达 国
家，海外华人参政存在
的障碍主要有：第一，
华人人口少、选票少，
加上语言障碍，导致成
功 参 政 的 华 人 比 例 不
高；第二，华人各领域
的精英众多，但愿意放
弃专业、投身政治的人
还是太少；第三，华人

社团和华文媒体的选民
教育和选举动员力度不
足；第四，华人普通民
众尤其是新移民的政治
社会化水平与主流社会
相差甚远；第五，海外
华人社会内部存在差异
和分歧，难以在各级选
举政治中发挥“关键少
数”作用。

中 新 社 记 者 ： 华
人参政对住在国与中国
的交流合作、助力东西
方文明对话有何积极作
用？

万 晓 宏 ： 华 人 参
政不但能改善华人社区
在当地社会中的政治形
象，还能更好地维护和
增进自身合法权益，促
进住在国与中国之间的
经贸往来，对提升两国

间的政治外交关系，加
强双方文化交流互鉴具
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
义。

海 外 华 人 通 过 参
政融入当地主流社会，

加深当地社会对华人社
区的理解，提高当地社
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
知，进而有利于构建海
外华人与住在国的命运
共同体。(完)

海外华人如何告别“政治冷寞感”？
积极参政将带来至少三大变化(下)

2019年4月17日，约1.92亿印尼选民在全国
80万多个投票站投票选举新一届正、副总
统、国会议员、省级议会议员、县级议会议
员和地方代表理事会成员。图为105岁的华
人大妈刘甘娘(前)在家人帮助下完成投票。

中新社记者 林永传 摄


